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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3年第 26 期（总第 140期）（8月 28日-9月 3日）   2023年 9月 5日星期二 

 

8 月 28 日（周一），社会工作系范明林教授受邀参加由市青联、市青少年

服务保护办、市人民检察院、青浦区委政法委指导，青浦团区委、青浦区人民检

察院、青浦区青联、青浦区赵巷镇党委、财团法人向阳公益基金会、市阳光社区

青少年事务中心、市阳光星辰少年司法社会服务中心主办的“同心合力、守护未

来”两岸及长三角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论坛，并担任点评专家。 

8 月 28 日（周一），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海东教授应邀

在 2023 年嘉定区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专题培训班暨

马陆镇第五期统一战线各领域人才专题培训班上讲课，授课主题为“凝聚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推动社会变革创新”。 

8 月 31 日（周四）上午，社

会学院挂职总结交流会于社会学

院 316 召开，上海市虹口区妇联副

主席杨琳、校党委组织员尚彩伶、

校妇委会副主任张英姿、院党委书

记杨锃、挂职教师陈佳参加会议。

交流会上，学院挂职干部陈佳副教

授就过去一年的虹口区妇联的挂

职工作进行汇报。虹口区妇联杨琳

副主席向杨锃书记就陈佳副教授的挂职工作进行点评。双方就未来区校合作的路

径进行深刻讨论。（张羽） 

9 月 1 日（星期五），黄晓春院长组织召开“大场镇聚丰园路街区营造与社

区治理研究服务”项目研讨会，李荣山、吴真、陈晨、许泽宁、杨勇，以及大场

镇社建办工作人员参与讨论。该项目是社会学院与大场镇开展校地合作的阶段性

成果，也是社会学院在街区营造和城市更新领域的实践探索。研讨会上，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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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项目研究方案、下一步调研安排做了部署和安排。（许泽宁） 

9 月 1 日（周五）下午，学院党委与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党工委党建联建签

约仪式在凉城新村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剧场顺利举行。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黄

晓春，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殷光霁、社区全体机关干部、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副书记、书记助理、居委会主任等参与了签约仪式。（张羽） 

 

9 月 2 日（周六），黄晓春教授在线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 70

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推进会，担任推进会专家，并对课题研究进行评议

和指导。 

9 月，计迎春教授受邀担任公众号《社会性别研究》九月轮值理事。本月专

题对计教授过去十余年的社会学本土化概念和理论发展脉络进行回顾和梳理，包

含以下六个主题：马赛克现代性、马赛克家庭主义、马赛克性别意识形态、中国

式公私分离的历史路径、当前婚姻制度变迁的三环动力机制以及理解我国低生育

率的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本专题将推送七篇相关推文，第一篇推文是对以上各

方面研究的理论脉络的总体性回顾，后面六篇推文则围绕这五个主题对相关系列

论文的介绍。 

 

 

 

 

 

https://mp.weixin.qq.com/s/KCylonh7Qn7y4dctcyz3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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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8 月 19 日至 23 日，

四川美术学院与虎溪街道发

起的“虎溪计划”团队成员、

贵州桐梓县羊磴艺术协会成

员、上海社区枢纽站团队成员

在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艺术

社区进行了为期五天的美育

考察与项目实践，社会学院研

究生参与其中，三个团队以“美遇·长江”为宗旨，链接多方主体，团队成员和

社区居民以艺术为媒介，以参与式艺术为路径，实现文化交织，为社区发展赋能，

为美好生活添彩。（耿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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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肖瑛、郭琦、符佳佳、王东晖在《学术月刊》2023 年 7 期发

表最新研究成果《家与社会治理：价值、方法、对象和主体》。文章指出：近年

来，宅基地重新分配、农房改造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田野调查发现：相

关社会政策在基层的实践一方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另一

方面不经意地以老人的离家出走为代价，老人被迫进入老年公寓或不同类型和层

次的养老院。但相异的养老机构给老人提供的重建“家”的条件各不相同，硬件

设施越完善的养老机构反而越远离老人“回家”的期待。农村老人的此类遭遇引

出了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作为价值

源泉、方法、对象和主体四种。社会治理应该尽可能呵护家庭价值，尊重家庭在

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避免对家庭价值和家庭主体的分化性利用，防止治理理念上

的家庭隐喻与治理实践中的家作为工具的分裂。 

🔺 人口学研究所朱宇教授等在《地理研究》2023 年 8 期发表最新研究成

果《中国流动人口的区域性回流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文章利用全国性大

规模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回流路径识别方法，在识别出区域性回流群体的基础上，

考察其区位选择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区域性回流是人力资本积极选择

的结果；户籍地所在的地级市是回流者首要选择地，回流至其他地区的人口规模

随着远离家乡地级市呈现距离衰减规律；回流地以城镇地区为主，回流群体具有

明显的地级中心城市偏好，其主要回流至城镇体系中的“中间城市”，尤其集中

在 100万～300万人的Ⅱ型大城市。回流区位选择受微观个体及其流动阅历、家

庭生计以及回流地特征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 研究生尚进、严宇琼分别在《社会学评论》2023年 3期发表论文。 

分别是：尚进、吴晓刚《“差序格局”的星辰机器变迁机制——一项基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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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建模的研究》，文章借助差序格局中“差”和“序”的基础原则，引入社会

网络视角，运用基于行动者建模方法，对社会交往网络(“圈子”)从乡土社会、

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建构和变迁过程进行模拟。结果发现，在乡土社会中，基

于血缘等同质性因素，圈子内部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的格局，圈子与其他

圈子存在等级分层的“序”的格局；在工业社会中，基于同质性社会交往与工具

性社会交往，乡土社会的血缘圈子在消解的同时，演化出新的以同质性社会交往

和工具性社会交往为基础的复杂圈子；在网络社会中，每个圈子都被圈子的中心

所控制，而圈子的中心个体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结构，因此圈子之间和圈子内部都

存在着互联网中的“差序格局”。本文对“圈子”形成过程的解释和分析，加深

了我们对“圈子”这一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逻辑的认识。 

严宇琼、孙秀林《文化杂食视角下的数字不平等》，文章于基于 2018 年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法，深入探索我国居民的互联网

使用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数字空间的资源分配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现有

四种互联网使用模式，分别是杂食型、发展型、娱乐型和不活跃型。一般来说，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可能是活跃的互联网使用者，也越可能在多领域使用互联

网。此外，我们还比较了 “数字原生代”与早期世代间的数字不平等情况，结

果显示，收入、教育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在早期世代中更大，而职业对互联网使

用的影响在“数字原生代”中更大。本研究认为，现实空间的优势会转化成数字

空间的优势，数字不平等是现实不平等的再现，互联网在带来机遇与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 


